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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成都农村金融志》是根据解放以来农村金融工作档案资料，本着尊重历

史、尊重史实、实事求是的原则编写的，较好地反映了成都农村金融事业四

十年来发生、发展、变化的全过程。

建国四十多年来，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，成都农村金融事业由小到大，逐

步发展，经过几十年的辛勘经营。才有了今天的基础和规模。从这本志书中

可以看出老一批农村金融工作者创业的艰辛和敬业的精神。1979年成都市

农业银行机构恢复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系列方针、政策、路线的

指引下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。进一步扩大农村金融业务，经过金市广大农村

金融系统干部职工的艰苦努力，成都农村金融事业获得了较快地发展和变

化。

这本志书，从搜集资料到编撰出版，经过编写小组广泛征求意见，反复

讨论修改，最后由市分行领导集体审定，历时两年，始得完成。它对成都农

村金融四十年的历史进行了较全面而系统地记述，总结了历史的经验、教训l

对社会主义农村金融事业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，同时，为党政

领导和有关部门了解情况、制定政策措施提供可靠资料。因此，这本志书是

为当代和后代保存的较为全面的、系统的、可靠的农村金融史料，它是对广

大农村金融干部职工特别是年轻同志全面了解行史、社史，进行爱国主义、革

命传统教育、专业知识教育的好材料。

《成都农村金融志》出版了，这是成都农村金融系统的一件大事。我借志

书出版之际，希望全市农村金融系统干部职工，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

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指引下，同心同德，锐意改革，献身社

会主义农村金融事业，为繁荣成都经济建设，为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努力

奋斗。

张发钧

一九九三年十二月



凡 例

一、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导，坚持党的

四项基本原则，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确定的路线、方

针和政策，以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和《中

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》为准绳，按照“存真求实”的

要求，用唯物主义观点、方法，记述成都农村金融的历史和改革

现状，使之发挥“资治、存史、教化”的功能。

二、本志记述时限，以建国以来的1950年为上限，1989年为

下限。全志本着“详近略远，立足当代”和“详特略同”为记述

原则，力求突出时代特点、地方特点和农村金融专业特点。

三、本志记述范围，依当时成都市的行政管辖区划记述。历

史上不属成都管辖的地域，不在记述之列。为便于记事和统计，本

志在编篡中使用了“全市”“城区”“郊区”“区、县(市)”几个

不同概念。“全市”包括城区、郊区和市辖县(市)；“城区”指1990

年行政区划调整前的东城区、西城区；“郊区”指五十年代的金牛

区和1990年行政区划调整前的金牛区、青白江区、龙泉驿区；

“区县(市)”指1983年实行市领导县体制后的金牛、青白江、龙

泉驿三区十二县(市)。

四、本志章、节设置，大体按1989年专业处室分工范围，科

学分类以章、节、目作为记述结构层次，全书除概述、附记外共

13章41节。为突出时代和专业特点，志首设概述，章之前酌设无

标题引言，章、节内容记述重点。

五、本志文体，采用规范的语文体，以第三人称记述。

六、本志为资料著述，采用述、记、志、图、表、录多种体

裁，以志为主，横排纵写，诸体配合，以利于多侧面、多方式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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